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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tool in engineering projects. BIM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provide engineers, designers and contractors 
with a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building model,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can integrate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project, including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Through the use of BIM technology, the predi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cost	has	become	mor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First,	BIM	provides	a	more	intuitive	way	to	identify	and	solve	problems	in	the	design,	
thus	avoiding	later	modifications	and	additional	costs.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st	prediction	method,	BIM	can	
update	the	cost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reflecting	any	change	in	the	design	or	construction	stage.	Finally,	BIM	supports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work,	promoting	transparent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timeliness	of	decision-making	efforts,	thus	reducing	the	risk	of	
cost	overruns.	Overall,	BIM	technology	has	revolutionized	the	project	cost,	making	it	more	precise,	efficient,	and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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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速，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逐渐成为工程项目中的核心工具。BIM技术不仅可以为
工程师、设计师和承包商提供一个全面的三维建筑模型，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集成与项目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工程造
价。通过使用BIM技术，工程造价的预测和管理变得更加精确和高效。首先，BIM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方式来识别和解决
设计中的问题，从而避免了后期的修改和额外成本。其次，与传统的造价预测方法相比，BIM可以实时更新造价信息，反
映设计或施工阶段的任何变更。最后，BIM还支持多方协同工作，促进了信息的透明共享和决策的及时性，从而减少了成
本超支的风险。总体来说，BIM技术为工程造价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使其更加精确、高效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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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行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变

革，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我们设计和建造建筑的方式，还改

变了我们管理和控制工程项目造价的方法。其中，BIM（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无疑是最具变革性的一项技术之一。BIM

不仅是一个三维模型，它还集成了时间、造价、材料等多方

面的数据，为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提供了详尽的信息。传统

的工程造价方法往往基于二维图纸，并且在项目的不同阶

段，涉及多方的信息交流和传递，这经常导致信息的延误、

遗漏或误解。而 BIM 技术提供了一个集中、互联的平台，

使所有相关方都可以访问和更新相同的数据。这一点对于工

程造价尤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设计、施工和造价评估可以

同时进行，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准确性。

与此同时，BIM 技术也给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技

术转型的困难、数据安全问题以及专业培训需求 [1]。因此，

深入了解 BIM 在工程造价中的具体应用，其优势和挑战，

对于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旨在探讨 BIM

技术如何影响和改变工程造价的传统做法，带来哪些优势，

并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将深入研究 BIM 如何在项目的各个

阶段，从初期预算到后期运维，提供对造价管理的支持。希

望通过论文，能为从业者、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有关 BIM

在工程造价中应用的深入洞察。

2 BIM 技术的基本概念

2.1 BIM 定义与组成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不仅是一个建筑的三维模型，

它更是一个包含了建筑项目相关所有信息的综合体。在传

统意义上，建筑模型仅仅展示了建筑物的形态和空间关系，



86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7卷·第 23 期·2023 年 12 月

BIM 却能提供比这更多的信息。BIM 包含了建筑的几何、

空间、光线分析、地理信息及其他与建筑过程相关的元数据，

如时间、成本等。BIM 的核心不仅是图形表示，更在于它

背后的数据。简而言之，BIM 旨在为所有项目相关方—从

建筑师、工程师到承包商和业主—提供一个全面、实时更新

的、可靠的数据来源。

BIM 的组成包括以下几部分：①三维模型：表示建筑

物的几何形状；②时间元素：也称为 4D，代表施工进度和

时间；③成本元素：也称为 5D，代表工程的预算和造价；

④项目生命周期管理：从项目的概念设计到拆除，所有阶段

的数据管理 [2]。

2.2 BIM 与传统建模技术的对比
如表 1 所示，BIM 技术与传统的二维 CAD 设计有明显

的区别。首先，BIM 不仅仅是关于视觉效果，它集成了各

种与建筑项目相关的信息，而传统的 CAD 设计则多数只关

注建筑的形态和结构。其次，BIM 的动态性使得所有利益

相关方可以实时访问和更新信息，这使得项目管理变得更加

高效，而传统的建模方法往往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反复交流和

修改。再次，BIM 提供的是一个多维的模型，除了三维之外，

还包括时间和成本等其他维度，而传统方法通常只提供二维

平面图或者最多是三维的视图。最后，BIM 允许多方协作，

在同一个模型中各参与方可以同时进行工作，这大大加速了

设计和决策过程。

表 1 BIM 和传统技术特点的对比

特点 / 技术 BIM 技术 传统技术

信息集成 高 低

实时更新 是 否

多方协同 是 否

多维模型 是 (3D, 4D, 5D...) 通常只有 2D 或 3D

项目生命周期管理 全阶段 有限阶段

动态性 高 低

透明性和可访问性 高 低

3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的具体应用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中的具体应用呈现了其在建筑项

目生命周期中的全面价值。

3.1 项目初期的预算制定
在项目的启动阶段，BIM 技术允许团队基于详细的模

型信息来制定预算。这意味着预算的制定不再基于粗略的估

算，而是基于真实的模型数据，包括用材、施工方法等。这

种精确度为项目的早期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确保项目在

财务上的可行性。

3.2 设计阶段的成本优化
在设计阶段，随着设计的不断演变，BIM 模型可以实

时与造价数据库进行交互，为设计师提供即时的成本反馈。

这种及时性确保了设计方案的成本效益，允许设计团队在不

影响设计质量的前提下进行成本优化。

3.3 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与管理
当项目进入施工阶段，BIM 技术显示出其在工程量计

算、资源调度和施工进度监控中的价值。BIM 不仅确保了

工程量的准确性，从而避免了浪费，而且其与供应链的集成

还确保了材料和设备的及时供应，从而有效地控制造价。此

外，BIM 还提供了一个实时的、可视化的工具，帮助项目

团队跟踪施工进度与预算的对比，确保项目在预定的造价范

围内进行 [3]。

3.4 后期运维的成本预测与分析
对于建筑的维护和运营阶段，BIM 技术同样发挥着关

键作用。BIM 模型中包含的数据使运维团队能够进行准确

的成本预测，从而为长期维护策略提供依据。此外，BIM

模型还为运维团队提供了详细的设备信息、维护历史和预测

分析，从而保证了建筑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经济效益。

4 BIM 技术带来的工程造价优势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中的应用已经改变了建筑、工程

和施工领域的传统方式。它不仅带来了数字化的设计和建

模，还增强了项目团队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从而带来了明

显的造价优势。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4.1 提高造价预测的准确性
BIM 技术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详细性。与传统的二

维绘图不同，BIM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三维的数字化模型，

其中包含了关于建筑物所有部分的详细信息。因此，使用

BIM 技术进行预算估算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出所需的材料和

工时，大大减少了人为错误和疏漏的可能性。此外，BIM

还可以对不同的设计方案进行造价模拟，从而为业主和设计

师提供决策依据。

4.2 促进多方协同与信息共享
BIM 技术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详细性。与传统的二

维绘图不同，BIM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三维的数字化模型，

其中包含了关于建筑物所有部分的详细信息。因此，使用

BIM 技术进行预算估算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出所需的材料和

工时，大大减少了人为错误和疏漏的可能性。此外，BIM

还可以对不同的设计方案进行造价模拟，从而为业主和设计

师提供决策依据。

4.3 实时反馈与决策支持
传统的造价管理往往依赖于周期性的报告和审查，这

意味着可能存在一段时间的延迟。而 BIM 技术则允许团队

实时监测项目的造价状态。随着设计或施工的进展，BIM

模型中的造价信息会自动更新，从而为项目经理提供及时的

反馈。这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还为项目的决策

者提供了实时的数据支持。

4.4 减少项目成本超支与延期风险
通过使用 BIM 技术，可能的设计和施工问题可以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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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前就被识别和解决，从而减少了成本和时间的浪费。这也

降低了项目成本超出预算和延期的风险，因为大多数潜在的

问题都在早期被发现和解决了。

总体来说，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中的应用为项目带来

了巨大的价值，不仅确保了预算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还增强

了项目团队之间的协作和沟通，从而实现了更有效、更高效

的项目管理。

5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中的挑战与限制

随着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建筑、工程和施工

领域的逐渐普及，它在工程造价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广泛的认

知。但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也是一系列的挑战和限制。了

解这些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对于更好地利用 BIM 技术

具有重要的意义。

5.1 技术转型的困难
在建筑领域，技术的演进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挑战和

变革。对于那些长期沿用传统建模和造价工具的企业和组织

来说，BIM 技术的引入不仅仅是软硬件的更新，更是一次

全面的工作方式的变革。一方面，BIM 技术往往需要更高

的硬件配置，包括更强大的计算机和更大的存储空间，以支

持其复杂的数据处理和图形渲染。另一方面，专门的 BIM

软件可能需要昂贵的授权费用，并且可能与现有的其他软件

工具不完全兼容。但技术和经济的挑战只是冰山一角。更为

核心的问题在于，BIM 的引入意味着工作流程、管理方法

乃至组织文化的深度变革。传统的项目管理流程可能需要为

BIM 技术的特点和要求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各个部门、团

队甚至个体都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他们的角色和任务 [4]。

5.2 数据与信息的安全问题
BIM 模型中包含了大量的细节信息，如设计细节、材

料成本和项目时间表等。在多方协同工作的环境中，如何确

保这些敏感信息的安全，避免未经授权的访问或篡改，是一

个重要的挑战。随着项目数据在云环境中的存储和分享越来

越普遍，信息安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5]。

5.3 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培训与人才
虽然 BIM 技术提供了许多先进的功能和工具，但有效

地使用它们需要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意味着组织需要

为其员工提供持续的培训，并可能需要招聘具有 BIM 经验的

新员工。此外，由于 BIM 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所需的技能和

知识也会随之变化，这进一步增加了培训的复杂性和成本。

总之，虽然 BIM 技术为工程造价管理带来了许多创新

和改进，但要充分发挥其潜力，仍需面对并克服上述的挑战

和限制。

6 结语

随着我们对 BIM 技术在工程造价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不难看出，BIM 不仅是一个技术，更是建筑行业

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的有力工具。它为整个项目生命周期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助力工程团队做出更明

智的决策，确保项目的质量、时间和预算得到最佳的控制。

BIM 技术确实为工程造价带来了许多优势，从提高预测准确

性到促进多方协同。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挑战，

如技术转型、数据安全和专业培训的需求。这要求我们在推

进技术应用的同时，也要细致地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相信 BIM 将在未来继续为建筑行业带来

更多的创新。这不仅是通过更高效的造价管理，更广泛地说，

是通过全面的项目管理和协同合作，提升项目的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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